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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代 奚 族 的 演 变

李 洒 张星久

北方民族之一的奚族
,

在历史上活动了

近千年之久
,

元朝以后就消声 匿迹
,

不再作为

一个单独的民族出现于史册 了
,

这是奚族融

合于其他民族的结果
。

入金 以后
,

虽然奚族

的政治地位下降
,

但从民族融合 的角度看
,

金代同样是奚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
。

由于经过这个阶段 的民族迁徒
、

杂居与相互

影响
、

同化
,

奚族才能在元朝完成民族融合

的全过程
。

可惜史学界对此尚少具体论述
。

我们不揣浅陋
,

试图从奚族在金代的地位
、

地理分布
、

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
,

论证奚

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客观条件业 已成熟
。

这

对于研究奚族整个的历史发展
,

以及金代民

族关系的一个方面
,

或不无小补
。

一
、

金灭辽过程中奚族的抵抗

奚族在辽代也是处于被统治地位
,

但因

它与契丹
“

异种同类
” ,

风俗语言相同
,

加 以强

悍善战
,

因此受到契丹统治者的倚重
,

其上

层分子享受
“

拟于国族
”

的待遇
,

但奚族人 民

却要负担繁重的兵役
,

为辽
“

代守边土
” 。

从

《辽史》所记载的材料看
,

奚军的大部分都被

部署在东北的边防线上
。

当时
,

辽的辽阳路

诸司包括东京兵马都部署司
,

契丹
、

奚
、

汉
、

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和东京都统军使司
,

都

是
“

控扼高丽
”

的
,

所属军队中就有奚军都指

挥使司的队伍
。

长春路诸司则包括黄龙府兵

马都部署司
、

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
、

咸州兵马

详稳司和东北路都统军使司
,

这些军事机构

都是控制包括女真在内的东北诸部族的①
。

因此
,

在女真举兵之初
,

奚军就首当其冲
,

在几次著名的战役中
,

均有奚人参加
,

如天

庆 4 年 (公元 1 1 1 4年 ) 的宁江州之役中
,

金兵
“

获奚
、

契丹甲马三千
”

②
。

在随后的出河店

之役 中
,

辽朝
“

发契丹
、

奚军三千人
,

中京禁

军及土豪二千人
,

别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
,

迎

战③
。

由于阿骨打采取了 招 抚 政 策
,

咸
、

宾
、

祥三州及铁骊
、

兀惹相继降附
, 奚回离

保以所部降 , 不久
,

住在韩州的九百奚营也

来降附④
。

回离保
,

又名 肖翰或肖干
,

是奚王的后

裔
。
《辽史》卷 1 14 本传载他历任官职较详

,

称
“

大安中
,

车驾幸中京
,

补护卫
,

稍迁铁鹤军

详稳
。

天庆间 ( 1 1 1 1一 1 1 2 0 )
,

徙北女直详稳
,

兼知咸州路兵马事
,

改东京统军
。

既而诸蕃

入寇
,

悉破之
,

迁奚六部大王
,

兼总知东路

兵马事
。 ”

回离保所任北女直详稳等官
,

都是

辽的东北路或东路的统兵官
。

如知咸州路兵

马事就是前面说的咸州兵马详稳司的长官
。

《金史》本传称回离保为
“

铁骊王
” ,

按黄龙府

有铁骊军详稳司
,

这个机构也在长春路
。

黄

龙府和咸州是辽朝防御女真的两个重要的军

事据点
,

有可能回离保曾担任过铁骊军的详

稳
,

因而获得
“

铁骊王
”

的称号
。

总之
,

他是

因与
“

诸蕃
”

作战有功而得到摧升 的
。

《金史》本传说他降金后
“

未几
,

遁 归 于

辽
。 ”

不久九百奚营亦叛
,

当时象这样 已降复

叛的例子很多
,

不仅限于奚人
。

造成这种状

况的原因有二
:

一是金的移民政策
; 其次就

是将卒对降人 的骚扰虏掠
。
《金史

·

太祖纪 》



所载天辅七年的诏书云
:“

比遣 (完颜 ) 昂徙诸

部民人于岭东
,

而 昂悖决
,

骚动烦扰
,

致多

怨叛
。 ”

同书卷 7 8《时立爱传》亦称
: “

金人所下

城 邑
,

始则存恤
,

后则俘掠
。 ”

奚回离保自逃

回以后坚持反金
,

直到最后失败
。

《辽史》本传将回离保迁奚六部大王 的事

系于天庆年间是不对的
,

据《辽史
·

天柞帝》

载
:

天庆 7 年 12 月丁丑
,

以
“

东北路行军都

统奚霞末知奚六部大王事
” 。

保大元 年 (公 元

1 1 21 年 ) 正月
“

以肖遐买为奚王
, … 肖干镇国

大将军
” 。

霞末与遐买为同名之异译
,

实为一

人
。

可见在回离保之前
,

担任奚王的是 肖霞

末
。

保大 2 年金人进攻中京
,

守城的契丹人

无斗志
,

打算弃城逃跑
,

奚王霞末则尽力抵

抗
,

城破以后与金兵战于城西 70 里
,

继又拒

金兵于北安州
,

两次均遭失败
。

北安州被攻

克
,

霞末从此下落不明⑤
。

在同年 3 月与辽大臣共同拥立耶律淳的

奚王 已经是回离保 了
。

《辽史
·

天柞帝纪》云
:

,’ ( 李 )处温闻上入夹山
,

数 日命令不通
,

即…

外假怨军
,

内结都统肖干
,

谋立淳
。 ” 《金史》

卷 7 6(( 呆传》所载耶律淳复果书也有
“

昨 即 位

时
,

…奚王与文武百官同心推戴
”

之语
。

因拥

立有功
,

回离保又被任为知北院枢密事兼诸

军都统
,

数败来攻的宋军
。

由于他手握兵柄
,

在朝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
,

所以耶律淳死

后
,

拥立肖妃又是出自他的主张
。

耶律淳死

前本有意将后事委托给李处温的
,

但
“

肖干拥

契丹兵
,

宣言当立王妃肖氏为太后
,

权主军

国事
,

众无敢异者
。 ”

⑥保大 2 年 ( 1 1 2 2 ) 1 1月

金兵入居庸关
,

肖后自古北 口出奔
,

行至松

亭关
,

部下的契丹军与奚军因去向问题发生

争执
,

.

导致分裂
。
《契丹国志 》卷 12 称

: “

肖后

东归以避金人
,

至松亭关
,

议所往
。

耶律大

石林牙
,

辽人也
,

欲归天柞 ; 四军大王 肖干
,

奚人也
,

欲就奚王府立国
。

… 于是辽
、

奚军

列阵相拒而分矣
。

辽军从林牙
,

挟 肖后以归

天柞于夹山
。

时奚
、

渤海军从肖干留奚王府
,

干据府自立
,

信号为神圣皇帝
。

国号大奚
。 ”

⑦

回离保称帝在 n 23 年正月
,

当时奚地 发 生

饥荒
“

干领众出卢龙岭攻景州
,

陷蓟州
,

寇掠

燕城
。

王安中命郭药师领兵破之
,

又大战峰

山
,

… 干大败
,

奚
、

渤海军皆失其家
,

归怨

于干
,

其部白德哥杀之
。 ”

⑧

回离保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势
,

是因为

他掌握了耶律淳政权下的全部兵马
。
《辽史拾

遗》卷 1 2引《谋夏录 》云
: “

肖干者
,

本奚人
,

蕃

名夔离不
,

常统契丹
、

勃海
、

奚
、

汉儿四色

军马
,

故号四军大王
。 ” 《辽史

·

天柞纪三 》保

大元年正月也有
“

四军太师肖干
”

之称
,

可是
,

自从契丹军分裂出去以后
,

他的部下只剩下

奚
、

渤海与汉军了
,

势薄力弱
。

虽然《金史》

本传说他称帝后又
“

籍渤海
、

奚
、

汉丁 壮 为

军
” ,

可是
,

已经无法挽回颓势
,

这也许是他

失败的原因之一吧
。

回离保建立大奚国
,

反映了奚族复国独

立的愿望
,

在奚族群众中是有号召力的
,

大

奚政权也是中京地区抗金的最主要力量
。

回

离保失败以后
,

其他一些零散的奚部虽然还

在抵抗
,

但金人也加强了镇压力量
,

改派挞

徽为奚六路军帅
, 《金史 》卷 7 7(( 挞懒传》称

:

“

久之
,

讨劫山速古部奚人
,

奚人据险战
,

杀

且尽
,

速古
、

吸里
、

铁尼十三岩皆平之
。 ”

按

《辽史
·

营卫志下》 :
伯德部下有速古石烈

,

此处所说的速古部
,

大约就是伯德部下面的

一个奚人营落
。

吸里则为楚里部之异译
。
《挞

獭传》又称
: “

辽外戚遥擎昭古牙部族在建州
,

斜野袭走之
,

获其妻擎及官豪之族
。

挞徽复

击之… 降民户千余
, …又降遥擎二部

,

再破

兴中兵
,

降建州官属
,

得山寨二十
,

村堡五

百八十
。

阿忽复败昭古牙
,

降其官民尤多
。

昭古牙势处亦降
,

兴中
、

建州皆平
” 。

据《金

史
·

兵志 》载
,

遥擎昭古牙所统九营皆奚兵
,

其住地在兴中府
、

建州
,

正是 中京地区奚族

较多的地方
。

遥擎九营也是 一支较大的队伍
,

它在天会 2 年 ( 1 1 24 ) 降服后
,

奚人无力再抗
,

以次附属于金
。

二
、

金朝对奚族的基本政策

由于在金灭辽的过程中奚人进行了激烈



的反抗
,

加上他们与契丹关系密切
,

因此金

朝对奚族是时刻加以防范
、

控制的
。

但女真

本族的人口有限
,

为了统治新占领的辽和北

宋广大地区
,

并取得继续对宋作战的兵源
,

又不得不对武勇善战的奚族加以利用
。

首先

在组织上加以改编
,

把他们和契丹人一样都

编入猛安谋克之中 , 同时又逐步将他们迁离

本土
,

屯戍边境
,

主要是戍守在北部边防线

上
,

但自废除刘豫政权后
,

虑中州怀二三之

意
,

又把奚人和女真
、

契丹人一起南徙到中

原地 区
,

与汉族杂处
。

金国兴起太快
,

其主要力量用于南下灭

辽剪宋
,

无暇顾及淇北
,

因此对北方诸部族采

取守势
。

在开始时
,

金国主要靠契丹和奚族

军队戍守
,

北部边防措置也基本上沿用辽的

旧制
,

设立西北路
、

西南路和东北路三个招

讨司
。

东北路治所设在泰州 (今吉林 白城 市

东南 )
,

接近女真的根据地会宁府
,

金的力量

尚可控制
。

西北
、

西南两路则大多数以契丹

及奚军戍守
,

因此招讨使也不得不参用奚人

与契丹
,

如西南路招讨使耶律怀义
、

西北路

招讨使耶律涂山皆契丹人
,

西北路招讨使 肖

怀 忠 为 奚 人⑨
,

即 足 以 证 明
。

但 在 金

朝的中央政府
,

以宗室为主体的女 真 贵 族

占绝对优势
,

虽然也参用其它民族的上层人

物
,

但只居于次要地位
,

这是在完颜亮以前

金朝的传统政策
。

奚人肖肄虽有宠于熙宗
,

官至参政
,

但未见对金朝政治有多大影响
。

海陇王完颜亮以政变的方式上台
,

为了巩固

自己的地位
,

打击女真贵族的势力
,

在用人

方面开始打破民族界限
,

重用渤海
、

契丹
、

奚
、

汉等族上层人物
,

奚人 肖裕尤被信任
。

肖裕本名遥折
,

初以猛安居中京
,

和当时任

中京留守的完颇亮结为一党
,

参与了
“

献逆之

谋
” 。

后又勾结另一奚人 肖玉诬告太宗之子宗

本谋反
,

迎合了完颜亮清除太宗子孙的政治

需要
,

肖裕因此官至右承相兼中书令
。

史称
:

“

裕在相位
,

任职用事颇专态
,

威福在己
,

势

倾朝廷
。

海陵倚信之
,

他相仰成 而 已
。 ” “

或

有言裕搜权者
,

海睦以为忌 裕 者 众
,

不 之

信
。 ”

L 以后 肖裕因害怕完颜亮猜忌嗜杀
, “

遂

与前真定尹肖冯家奴
、

前御史中承肖招折
、

博州同知遥设
、

裕女夫遏刺补谋立亡辽豫王

延禧之孙
。 ”

⑧又派亲信肖屯纳往结西北路招

讨使肖好胡
,

结果被肖好胡告发
。

完颜亮闻

报后
, “

甚惊愕
,

犹未能尽信
” ,

在亲自审问
、

肖裕供认不讳的情况下
,

才挥泪杀之
。

肖好

胡即前面所说的肖怀忠
,

也是奚人
。

从上述

参与谋反的诸人姓名 及与肖裕 的 关 系 看
,

他们多半是奚人或契丹人
,

通过此事也可看

出肖裕在朝廷内外有相 当大的势力
。

肖玉因

诬告有功
,

官至右示相
,

子尚公主
,

完颜亮

说
: “

联始得天下
,

常患太宗诸子方强
,

赖社

樱之灵
,

卿发其奸
,

联无以报此功
,

使联女

为卿男妇
,

代联事卿也
” 。

L 肖玉任相达 8 年

之久
。

奚人 肖恭
,

任德州防御使
, “

奚人之屯

滨
.

棣 间者
,

皆隶焉
。 ”

后官至兵部尚书
,

死

后完颜亮
“

亲临奠
” ,

并命百官致祭L
,

也深

受垂青
。

总之
,

奚人在这一时期中地位提高

了
,

对 当时的政局有较大影响
。

但好景不长
,

由于契丹人的反金大起义
,

使金朝对奚的政

策又发生 了急剧的变化
。

正隆末年
,

完颜亮为南下攻宋
,

在各道

强制征兵
,

迫使契丹人首先在西北路发动起

义
,

其它各地纷纷响应
,

一直蔓延到东北路

的泰州
、

咸平府
、

济州
、

北京大定府
、

临演

府等处
,

声势浩大
,

众至 10 余万
,

对金朝造

成极大威胁
。

此后
,

起义队伍在临演附近的

陷泉被金兵打败
,

首领窝斡
“

收合散卒 万 余

人
,

遂入奚部
,

以诸奚自益
。 ”

@ 奚人纷纷参

加反金的行列
,

奚区成为起义军最后的根据

地
。

女真统治者用了很大的气力才将这次起

义镇压下去
。

从此对契丹和奚人加深 了猜疑

和戒备
。

奚人 肖怀忠过去虽告发过肖裕谋反

的事
,

但 自契丹撤八起义后
,

完颜亮怀疑他

与 肖裕是同谋
, 《金史 》本传云

: “

海陵意谓怀

忠与肖裕皆契丹人
,

本同谋
,

逾年乃执招折

上变
,

而撤八亦契丹部族
,

恐其合
。 ”

因此遭

到族诛的下场
。

金世宗更说
: “

海陵时
,

契丹

人尤被信任
,

终为叛乱
, ” “

异时或有边衅
,

契



丹岂肯与我一心者哉
。 ”

O因此
,

在金世宗时

期对契丹和奚人 的政策又有如下重要变化
:

(一 ) 解散曾参加起义的契丹
、

奚人猛安

谋克组织
,

将其分隶于女真猛安 谋 克
。

《金

史 》卷 9 0(( 完颜兀不喝传》云
: “

窝斡己平
,

诏罢

契丹猛安谋克
,

其元管户口 及从窝干作乱来

降者
,

皆隶女真猛安谋克
,

遣兀不喝于猛安

谋克人户少处分置
。

未经罢去猛安谋克合承

袭者
,

仍许承袭
。 ”

L 可见
,

罢去猛安谋克的

只是契丹猛安谋克的一部分
,

还有一部分并
“

未经罢去
” 。

就是 已经解散了的契丹户 口
,

不

论其是否
“

从乱
” ,

一概隶属女真猛安谋克的

做法
,

世宗也觉得不妥
,

不久就改 为
“

未 尝

从乱可且仍旧
。 ”

同书又说
: “

平章政事完颜元

宜奏
,

已迁契丹所弃地
,

可迁女真人与不从

乱契丹杂处
。

……上 日
: `

分隶契丹
,

以本猛安

租税给赌之
,

所弃地与附近女直人 及余户
,

愿居者听
,

其猛安谋克官
,

选契丹官员不预乱

者充之
。 ’ ”

可见曾参加起义来降的契丹部 众

大定初已被迁到女真人较集中的地方
,

才有

可能分隶于女真猛安中L
。

他们所遗下 的土

地则被分给迁入的女真人和余户
,

这些契丹

余户
,

亦即未曾参加起义的
“

元管户 口
, ”

仍选

不预乱的契丹官员充猛安谋克统辐之
。

在处

置契丹的猛安谋克组织时
,

虽未提及奚人
,

但当时常把奚人也通称为契丹人
.

如
“

海陵意

谓怀忠与肖裕皆契丹人
”

即是一例
。

奚人既然

纷纷参加了窝斡的起义
,

按金朝的政策
“

凡从

乱者
”

都要被解散原来的猛安谋克组织
,

奚人

当然也不能例外 (在金朝的移民政策中就 包

括奚族
,

详后 )
。

不过他们在起义队伍中所占

比重较小
,

所以未被专门提及罢了
。

(二 )对契丹
、

奚人实行大规模移民
。

大

定初年
,

金朝对契丹降众 已作过迁徙与编入

女真猛安谋克的处置
,

但对于留在西北
、

西

南路 的契丹人仍然心怀疑虑
。

到了大定 17 年
,

又发生了四名契丹士兵在巡视边境的时候
,

逃奔耶律大石政权的事
。

以此为契机
,

金世

宗决定 再将这两路的契丹人迁往内地
,

下诏

说
、 “

大石在X 国西北
。

昔窝斡为乱
,

契丹等

响应
,

联释其罪
, …… 反侧之心尤未 已

。

若

大石使人间诱
,

必生边患
。

遣使徙之
,

伸与

女直人杂居
,

男婚女聘
,

渐化成俗
,

长久之

之策也
。 ”

0 于是
“

徙西北路契丹人尝与 窝 斡

乱者上京
、

济
、

利等路安置
。 ”

《金史》卷 4 4(( 兵

志 》亦称
. “

(大定 ) 十七年
,

又以西南
、

西北招

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庚
,

复恐生事
,

它 日或

有边隙
,

不为我用
,

令迁之于乌古里石垒部

及上京之地
。 ”

世宗将两路招讨司的契丹人迁

往东北
,

一则为了隔断他们与西域大石政权

的联系
,

把他们迁到女真人容易控制的地区
;

同时又寓有对他们进行民族同化 的深 刻 用

意
。

这次移民的地区有乌古里石垒部
、

上京
、

济州 (辽之黄龙府
,

今吉林农安 )
、

利 (按济州

属下有利涉县
,

而利州则在北京大定府境内
,

不知此处究指何地 ?)
。

又 《金史》卷 7 3(( 完 颜

守能传 》 : “
(守能 )大定十九年为西北路 招 讨

使
。

是时
,

诏徙窝斡余党于临满
、

泰州
。

押

刺民列尝从窝斡
,

其弟闸敌当徙
,

伪称身亡
。

以马赂守能
,

固匿不遣
” 。

则大定 19 年又将西

北路的
“

窝斡余党
”

徙往临演
、

泰州一带
。

值

得注意的是闸敌本人并未参加起义
,

充其量
,

不过是 个
“

逆党
”

子弟罢了
,

可见窝斡余党的

范围又扩大了
。

其实
,

根本与起义无关的契

丹
、

奚人也一样免不 了被迁 徙 的 命 运
。

如

《金史
·

世宗纪》载
: “

十七年正月
,

诏西北路

招讨司
,

契丹民户
,

其尝叛乱者己行措置
,

其

不勺巷尽孕枣皂琴枣可徙乌古里石垒部
,

令

及春耕作
。 ”

又《金史
·

食货志》云
: “

(大定 ) 二

十一年正月… … (世宗 ) 又 日
: `

奚人六猛安
,

已徙居咸平
、

临演
、

泰州
,

其地肥沃
,

且精勤

农务
,

各安其居
。

女直人徙居奚地者
,

菠粟

得收获否 ?
”

这里没说明这些奚人是什么时间

徙居 的
,

但既各安其居
,

至少需要 3 年左右

的时间
,

应与大定 17 年相去不远或更早
。

他

们是按猛安为单位迁移的
,

可能和窝斡起义

没有牵连
。

他们从奚地迁走以后
,

留下的空

地被迁入的女真人 占有了
,

这种处置原则和

对待在西北路的契丹户弃地
,

并 无二致
。

把

女真猛安谋克迁入奚区
,

可起到监督留在本



地的奚族的作用
。

总之
,

以移刺窝斡起义为界标
,

可将金

朝对待奚族的政策分为两期
,

前期是又防范

又利用
,

后期则是防范多于利用
。

这种政策

的变化
,

对金代奚族的地理分布
、

社会组织

编制以至整个奚族的发展都带来 深 刻 的 影

响
,

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
。

三
、

奚族的地理分布

从现有材料看
,

金代奚族主要分布在以

下儿个地区
。

1
.

北京路
: 原为辽的中京

,

金初沿用未

改
,

到海陵贞元元年始更名为北京
,

这里一

直是奚族的老根据地
,

也是奚人最多
、

势力

最大的地方
,

故有奚区之称
。

奚回离保曾在

此建立大奚国 , 金朝在平定奚地时
,

曾在兴

中
、

建州
、

高州
、

北安州遭到奚人的激烈抵

抗 , 正隆末年
,

奚区又成为窝斡起义的一个

最后根据地
。

金军对参加起义的奚人进行了

残酷的镇压
, 《金史

·

世宗纪上 》记载
:
大定

2 年 8 月
, “

左监军高忠建破奚于拷佬 山
,

及

招降旁近奚六营
,

有不降者
,

攻破之
,

尽杀

其男子
,

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
。 ”

在这次浩

劫中
,

奚人大批被屠杀
,

有的被俘虏
,

曾参

加反抗的奚猛安谋克组织
,

也遭到解散或迁

徙的处置
。

在此 以前及以后都有不少奚民被

迁出这一地区
,

不断地向外扩散
,

这里奚人

的数 t 可能比前代有所减少
。

奚人被迁往的地 区
,

大致可分为几类
:

一是为充实金之东北腹地
,

如迁往上京会宁
,

咸平
、

泰州
、

沈州等地 , 一是利用奚军为其

守御北边
,

如迁往临横
、

西北路
、

西南路招

讨司等地
,
再就是随着金朝势力的向南扩展

,

奚人被迁往河南
、

山东等地屯驻
。

2
.

上京
、

咸平
、

泰州等地
。

《金史》卷 44

《兵志 》 : “

时以奚未平
,

又置奚路都统司
,

后

改为六部路都统司
,

以遥辈九营为九猛安隶

焉
,

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
” 。

又说
: “

所谓奚

军者
,

奚人遥辈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
。 ”

L 与

前引《食货志》所说
“

奚人六猛安 已徙居咸平
、

临满
、

泰州
”

相联系
,

可以推测此六猛 安 就

是从遥荤九猛安分出去 的
。

又 《金史 》卷 1 21

《伯德梅和尚传 》 : “

伯德梅和尚
,

泰州人也
。 ”

伯德为奚五王族之一
,

梅和尚无疑为奚人
,

其先世可能就是在金初或辽代迁去的
。

3
.

东京路
:

辽代在辽阳路即设置了东京

兵马都部署司等军事机构
,

以
“

控扼高丽
” ,

其

中与奚军有关的机构有奚军都指挥使司L
。

又据《辽史
·

兵卫志》 ,

属东京都部署司管辖的

奚部为褚特奥魄部和窈爪部
。

辽末
,

渤海人高

永昌率众刺杀东京留守肖保先
,

户部使大公

鼎与副 留守高清臣
“

集诸营奚
、

汉兵千余人
, ”

搜捕起事的渤海人
,

斩之
。

后高永昌占据东京

及辽东诸州
, ”

分遣军马
,

肆其杀掠
,

所在州

郡奚汉人户
,

往往掣家渡辽以避
”

@
。

可见
,

东京辽阳府在辽代已有不少奚族军民居住
。

渤海人大臭
“

收国二年
,

为东京奚民谋克
。 ”

@

说明到金代东京路仍有不少奚民居住
。

4
.

西京路
:

此路因与西夏及北方诸部族

毗邻
,

在金代 的边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
,

金的西北路招讨司 (治桓州
,

在今内蒙 多 伦

西北
,

滦河上游北岸 )和西南路招讨司 (治丰

州
,

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 )均设在此路
。

从

辽代起就有奚军戍守在边防线 上
,

如《辽 史
·

兵卫志》所载
:

镇驻西南境隶属西南招讨司

的奚部就有迭刺迭达部
。

金代也不例外
,

如

西京的云内州
, “

天会七年徙奚第一
、

第三部

来戍
”

@
。

《金史
·

兵志》亦云
: “

奚军初徙于山

西
,

后分迁河东
。 ”

大定 18 年
,

在西北路招讨司

仍有
“

所管奚猛安
”

⑧
。

奚人 肖怀忠在海陵时

曾任西北路招讨使
,

伯德梅和尚在章宗明昌

初亦曾任西北路招讨副使
。

在西南招讨司的

几军中也有奚人
,

如《金史》卷 1 2 2《伯德宝哥

传》 : “

伯德定哥
,

西南路哗几 奚 人
。

…… 大

元兵克西南路
,

邻郡皆降
,

塞哥独不屈
:

贞枯

五年
,

东胜州 (今内蒙前套
,

托克托县 ) 已破
,

究哥与姚里鸦胡
、

姚里鸦儿招集义军
,

披荆

棘复立州事
。 ”

伯德氏为奚人无疑
,

姚里则为

遥里之异译
,

所 以另两个姓姚里的也是奚人
。

5
.

山东
、

河北等路
: 《大金国志》卷 3 6(( 屯



田 》条载
: “

废刘豫后
,

虑中国怀二三之意
,

始

置屯田军
,

非止女真
,

契丹
、

奚家亦有之
。

自本部族徙居中土
,

与百姓杂处
,

… …今屯

田出处
,

大名府
、

山东
、

河北
、

关西 ?( ) 诸

路皆有之
。 ”

另据《金史
·

肖恭传》 :

奚人 肖恭

从宗望伐宋
, “

师还
,

帅府承制授德州防御使
,

奚人屯滨
、

棣间者皆隶焉
。 ”

滨州 (在今山东北

部
、

黄河口一带 )
、

棣州 (在今山东惠民县一

带 ) 属金山东东路
,

与《大金国志》所载正相吻

合
。

至于河北 (包括河北西路与河北东路 )与

大名府路
,

当也有奚人散居
。

据《金史 》卷 1 28

《范承吉传》 :

承吉曾任顺天军节度使
。

海陵

时
“

复镇顺天
。

奚卒散居境内
,

率数千 人 为

盗
,

承吉绳以法不少贷
。 ”

据《金史
·

地 理 志

上》顺天军节度使驻保州
,

原隶河北东路
,

贞

元 2 年改隶中都路
。

承吉以贞元 2 年致仕
,

复镇顺天在此之前
,

仅为盗者即有数千人
,

可见保州境内奚民甚众
。

6
.

中都路
:

辽之南京
,

海陵贞元元年迁

都后改为中都
。

海陵迁都时
,

不仅将大批女

真猛安谋克迁到中都
、

山东
、

北京
、

河间等

地
,

而且有不少奚族军民也被南徙
。

《金史 》

卷 8 4(( 高祯传 》 : “

是时
,

奚髻军民皆南徙
,

谋

克别术者因之啸聚为盗
。

海陵患之
,

即以祯

为中京留守
,

命乘释之官
,

责以平贼之期
。

贼平
,

封河内郡王
。

海陵至中京
,

祯警夜严

肃
。 ”

按《金史
·

海陵纪 》 :

天德三年四月海陵

下诏迁都燕京
,

四年九月海陵至中京
。

中京

奚民南徙大约就在这个期间
。

这条史料虽未

说明奚民南徙的地点
,

但估计应与同时迁徙

的女真人差不多
。

另外
,

还有一些在金政府中任职的奚人
,

更是游宦全国各地
。

如伯德特里补
,

历任安

肃州
、

磁州知州
,

滨州
、

琢州刺史
,

同知东

京 留守
,

同知南京留守等职 , 梅只乞奴同知

顺天军节度使事 ; 伯德张奴摄永定军节度副

使 (永定军治雄州
,

在今河北雄县一带 )L
。

总之
,

金代奚人分布的地区
,

可考者 即

有金的北京路
、

上京路
、

咸平路
、

临演府路
、

东京路
、

西 京路
、

西北路招讨司
、

西南路招

讨司
、

中都路
、

河北路
、

山东东路等处
,

实

际上分布的地区还要广
。

地域上比辽代更广

阔
,

杂居现象更普遍
,

这种特点
,

为奚族和

其它民族的融合
,

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
。

四
、

奚族的社会组织

金代的奚族和女真
、

契丹一样都被编制

在猛安谋克组织里面
。
《金史》卷 77 《挞懒传》

云 :
奚六路军帅挞徽在抚定奚部后

,

表请设

官镇守
。

太祖日
: “

依东京渤海 列 (例 ) 置 千

户
、

谋克
。 ”

在建州
、

兴中府的遥辈昭古牙投

降后
, “

挞徽请以遥擎九营为九猛安
。

上 以夺

邻有功
,

使领四猛安
,

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
。

五猛安之都帅
,

命挞徽择人授之
。 ”

从这个事

例可 以看出
,

原来的一个奚营相当于一个猛

安 (千户 )
,

故遥辈九营被编为九猛安
。

但被

分出四猛安由他人统领
,

昭古牙亲管的五猛

安 的长官
,

也要 由挞獭另外委任
。

这种措施

的 目的显然是为了削弱昭古牙的权力
,

以加

强金人对这支奚军的控制
。

辽代设有奚王 (有时称为奚六部大 王 或

奚六部长 ) 和奚王府统率六部奚众
,

虽 然 圣

宗统和以后奚王的权力也受到削弱L
,

但毕

竟奚族有自己本民族的首领和统率机构
,

基

本保 留原来的部族组织形式
。

回离保称帝以

后
,

金太祖曾对他招诱说
: “

悦能速降
,

尽释

汝罪
,

今谬丰方郁枣
,

摹中煎孚冬
,

还其官

属财产
。 ”

@ 回离保没有接受这个条件
,

始终

未降
。

金朝在用武力征服 了一些零散的奚部

以后
,

当然不肯再保留通过奚王府来统治奚

人这样一种旧的体制了
。

有的同忐认为金朝

也设置了名义上的奚王
,

其史料根 据 是《金

史
·

徒单合喜传 》中提到在徒单合喜派 兵 解

德顺之围时
,

有一个前锋 叫作
“

奚 王 和 尚
”

的函
。

按奚族在金朝的地位虽不及辽时重要
,

但设置奚王毕竟是关系制度方面的大事
,

在

《金史 》上应有所记述
,

但没有这方面的材料
。

《金史 》常在奚人姓名前冠以奚字 以表示其族

类
,

如
“

奚马和 尚
” 、 “

奚回离保
”

之类
,

此处

所云之
“

奚王和尚
” ,

当亦作奚人王和尚解
。

金



代设立奚王之说
,

在未找到更充足的史料根

据之前
,

似尚难成立
。

以奚人为主要成员的猛安谋克组织
,

其

猛安
、

谋克官员
,

大致 以奚人或契丹人担任
,

早期也有以渤海人担任 的
,

如大臭在收国 2

年曾任
“

东京奚民谋克
” 。

既然没有奚王府
,

那么这些奚猛安又属哪些机构统 辖 呢 ? 《金

史》没有系统叙述 这个问题
。

据 日本学者 三

上次男的研究
,

金初在各路设都统司和军帅

司
,

分掌各地 的民政和军事
,

统率猛安谋克
。

太宗天会年间废除了原有的都统 司 和 军 帅

司
,

而以路
、

州
、

县制为主
。

内地诸路设兵马

都总管
,

州镇设节度使
,

沿边州则设防御使
,

由他们兼管民政和兵马
。

沿边地 区则有统军

司 (设于与南宋
、

西夏接坡的河南
、

山东
、

陕西

三路 )和招讨司 (西北路
、

西南路和东北路 )
,

驻在边地的猛安谋克就是隶属于统军司和招

讨司 的0
。

虽然三上次男所说的是泛指一般

的猛安谋克
,

但我们认为对于奚猛安谋克也

是适用的
。

前引《金史
·

兵志》 : “

时以奚未平
,

又置奚路都统司
,

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
,

以

遥攀九营为九猛安隶焉
。 ”

是天会年间
,

奚猛

安隶属都统司的例子
。

大定 18 年世 宗 命
“

西

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 安…… 遇 丰 年
,

多 和

来
。 ”

是奚猛安隶属沿边招讨司的例子
。

前引

范承吉任顺天节度使绳治奚卒之为盗者
,

可

作为奚卒隶于州镇节度使管辖的例子
。

以上所说以奚人为主编成的猛安谋克是

一种情况
,

还有一部分奚人因参加过窝斡起

义
,

大定以后被分散编入女真猛安谋克中去
,

这部分奚人的处境肯定不如前一种奚人
。

《金

史》卷 8 9(( 移刺子敬传》云
: “

大定 二 年… …是

时
,

窝斡余党散居诸猛安谋克中
,

诏子敬往

抚之
,

仍宣谕猛安谋克
,

及州县汉人
,

无以

前时用兵相杀伤
,

挟怨辄害契丹人
。 ”

这里虽

指的是散居在女真猛安谋克中的契丹人
,

处

于同等地位的奚人
,

当也相去不远
,

但也没

有材料说明他们 已成为女真人的奴隶
。

再有在历次战争 中成为俘虏的奚人
,

如

前述在大定 2 年金对不肯投降的奚 营
“

尽 杀

其男子
,

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
。 ”

仆散忠义

在追袭遁入奚 中的窝斡起义军时
,

金世宗下

诏令其
“

就以俘获
,

均散军士
。 ” “

贼平
,

元帅

府以俘虏生口 分给官僚
。 ”

L这些被分给军士

和官僚的俘虏
,

自然成为他们的 私 有 财 产

— 奴隶
。

还有一部分奚人被编入此军
,

戍守边疆
。

如伯德京哥
, 《金史》卷 1 22 本传中称其为

` ’

西

南路哮几奚人
。 ”

据《金史
·

地理志》 ,

畔儿详

稳属西京路九处详稳之一
。

总之
,

无论是分隶于不同主人的奚族奴

隶
,

或是分散编入女真猛安谋克的奚 民
,

或

是被编入几军 的奚军
,

他们都已远离家乡
,

脱离了原来的部族组织
,

如同为伯德部人
,

有的在西南路充当乱军
,

有的则在泰州屯田
。

同姓之人
,

却散处异地不 同组织之中
,

原有

的氏族血缘关系被进一步破坏了
。

辽代的奚族
,

除掉那些分隶于皇帝宫卫
、

头下军州和某些契丹部落的俘降奚户外
,

其

主要的五部 (遥里
、

伯德
、

奥里
、

梅只 和 楚

里 ) 组织仍保留下来
,

归奚王府统辖
。

虽然经

过辽太祖和辽圣宗时的合并分置
,

增加了一

个部
,

其他各部也有些变 动
,

但其基本统治机

构未变
,

奚族内部多少还保留了一些 自治权
。

到 了金代
,

这点权力也被取消了
。

随着社会

的发展
,

奚猛安谋克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单位

的性质 日益加强
,

而氏族部落的色彩则 日益

冲淡
。

奚族社会组织的这种变化
,

无疑是向

民族融合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
。

五
、

奚族的被融合

奚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历

史过程
。

早在北魏时期
,

奚族 已与安州
、

营

州的汉民参居
、

贸易
。

唐朝在奚区设饶乐都

督府
,

任命其首领为都督
,

并与之通婚
。

这

期间奚族与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
、

经济联系

有所加强
。

唐初
,

奚人 已开始内徙
,

开元年间
,

奚首领李诗琐高率 5 0 0 0余帐降唐
,

被安置在

幽州界内居住
。

安 史之乱中
,

又有不少奚人

被安史叛军驱迫
,

转战中原
,

流落不返
。

五



代时幽州刘仁恭父子将奚人
“

刺面为义儿
,

伏

燕军指使
。 ”

⑧契丹强盛以后
,

俘虏了不少奚

民
,

将他们迁到 自己驻牧的地 区
,

成为某些

契丹部落的属部
,

如奚族迭刺迭达部被迁往

临演府的庆州居住
,

受契丹迭刺部的管辖
,

并以耶律为姓
。

契丹建国后
,

又征发不少奚

军
,

驻守在北方边防线上
。

这些长期与契丹

杂居的奚人自然逐渐契丹化了
,

而最早迁入

河北
、

中原汉族地区的奚人则逐渐接受了汉

文化
。

辽代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奚族聚居的

中京地 区被陆续迁入了外族居民
,

大批迁入

的是 文化较高的汉族和渤海人民
,

同时还有

部分契丹人和女真人
。

中京迅速成为多民族

杂居的地区
,

又是宋朝使臣前往辽国首都的

交通要道
,

在汉与渤海先进的封建文化影响

下
,

奚族地 区的农业
、

手工业都有很快的发

展
,

出现了封建的租佃关系
,

L
,

不少奚人
“

通辽汉文字
” ,

肖蒲奴
“

聪敏嗜学
,

不数年
,

涉猎经 史
。 ”

L

入金 以后
,

奚人又与契丹一道被征服
,

! 身于势头更猛的
、

以汉化为主流的民族融

合的历史洪流中
。

由金初以迄金末元初
,

奚

族的演变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点
。

第一次是

在金初灭辽时
,

奚人在被征服之后
,

打散了

原来的组织
,

编入猛安谋克组织
,

并陆续调

离原居住地区 , 第二次是在海陵王和金世宗

时期
,

海陵王为了摆脱女真旧贵族势力
,

迁

都燕京
,

奚人也有一部分随之南迁 , 此后平

定移刺窝斡起义后
,

又有一部分奚人被迁往

外地
,

有的甚至被分散到女真猛安谋克中
。

经

过这样两次大的变动
,

奚人在血缘关系方面

更加松散
,

奚族分布的地域比辽代更为扩大
。

辽代奚族战时可动员 6 万兵力
,

按五 口抽一

丁计
,

奚人总人 口约 30 万左右
。

入金之后
,

经历金初和 中叶两次大洗劫
,

奚人总数 当少

于此数
,

这些人分散到金人控制下的地区
,

包括今天的河北
、

山东
、

山西
、

河南
、

内蒙
、

辽宁等地 区
,

其零散程度可想而知
,

当然易

于被其他民族融合
。

加上金世宗以后
,

有意

识地对奚
、

契丹实行同化政策
. “

傅与女真人

杂居
,

男婚女聘
,

渐化成俗
” ,

更加速 了这一

进程
。

第三个时期
,

是金末元初时期
,

奚族

经历了最后一次剧烈地动荡
。

当金末蒙古军

南下时
,

留在辽西的契丹人和奚人有的直接

投降了蒙古
,

如《元史
·

王殉传》云
:

王 询
“

本

姓耶律 氏
,

世为辽大族
,

契丹窝斡 叛
,

祖成

从母 氏避地辽西
,

更姓王氏
,

遂为义州开义

人
。

… …木华黎略地奚甘
,

殉率吏民出迎
。 ,

义州在金北京路
,

为奚居住区
,

其所率吏民

中当包括奚人
。

留在辽东的奚人很可能 参加

了耶律 留哥的反金活动
,

史称耶律留哥 自称

辽王
, “

众至十余万
, ……营帐百里

,

威震辽

东
。 ”

⑧其基本队伍当包括大定 十七年后 自西

北边地迁往东北 的契丹人和奚人
。

耶律留哥

之妻姚里氏就是奚人
,

留哥死后曾继领其众
。

耶律留哥后来也归附蒙古
。

因此这部分人也

为蒙古汗国所统辖
。

入元以后
,

统治者把原来属于金朝统治

下的契丹 (包括奚 )
、

女真等被汉化的少数民

族都称为汉人
,

列为第三等级
,

虽然包含着

强烈的种族歧视在内
,

但在客观上却是对这

一时期 民族融合
、

也是对奚族与汉族相融合

过程的历史性总结
。

元代
“

汉人
”

等级中所包

括的女真
、

契丹等八个种族中L
,

已经没有

奚族的名称
。

此后
,

奚作为一个民族便逐渐

消失在历史舞台上
。

注释
:

① 《辽史》卷 36 《兵卫志 下扔 卷 4 6《百官志二》
。

②⑧⑧ 《宋会要辑稿 》第 196 册蕃爽
。

⑧ 《辽史》卷 29 《天柞纪》
.

④ 王寂《辽东行部志》云
: “
韩州

,

… 移于 今柳
河县

,

又 以州非冲涂
,

即徙于 旧九百奚营
,

即今所

治是也
。 即
韩洲在今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北

.

⑤ 《金史》卷 76 《呆传》 , 卷 7 2《银术可传 .))

⑧ 《辽史》卷 1 02《李处温传》

⑦ 《契丹国志 》称 回离保在奚王府 称 帝
: 《辽

史
·

本传 》称其
“
即箭苛山自立

. ,同书《地理志》 云筋

苛山在迁州
。

《金史 》本传则称其
“
会诸奚吏民 于 越

里部
,

僧称帝
。 ’ 《辽史

·

部族志下 》谓遥里 部 (即 越

里部 ) 居潭
、

利二州
。

二说歧异
,

不知软是
.

⑨ 参见 《金史 》卷 8 l(( 耶律怀义传 ))l 卷 8 2《耶律

涂山传 》 , 卷 9 1(( 肖怀忠传》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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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的招标工作
,

继而开辟招标的新途径
。

如北京华都啤酒厂是
“

中心
”

眼皮底下的单位
,

本应

交北京公司搞
。

但轻工部把它放跑了
,

而轻工部搞的邀约招标
,

效果并不十分理想
。

如果采

用武汉
、

上海搞招标设备的公开招标
,

我可 以预言
,

效果比他们的好
。

为此
,

公司除改变坐

等顾客上门的作风外
,

对
“

中心
”

也不能等靠要
,

必须扩展招标领域
。

如武汉公司
,

将招标扩

展到企业租赁上来
,

就是一例
。

第四
: 国 内

、

国际招标一起搞
“

中心
”

制定的机电设备招标暂行规定第七条
: “

先在国内招标
,

后组织国际招标
” 。

这样

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
。

从理论上来说
,

招标是具有竞争性质 的
,

它的原则是开放性
。

根据招

标的数量
、

范围与经济效益成正比例关系的原理
,

择优的范围越大越好
。

这样
,

就能在更大

的范围内突破分割
。

对进 口机电设备来说
,

无疑是要突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
。

如果
,

先国内
、

后国际分两次进行
,

时间拖得很长
,

50 天时间不能解决问题
,

不仅使招标的费用增高
、

用户

负担加重
,

招标公司收入下降
,

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底标泄密
,

使整个招标工作陷于困境
。

国
·

内国际招标一起搞
,

不仅缩短时间
,

节约人力
、

物力和财力
,

而且使企业的效益与社会效益

均能提高
。

从这次上海电梯招标可以证明
,

国际国内招标一次搞
,

效果是好的
。

最大的优点
,

就是发挥了竞争的威力— 原来私下准备签约的外商被淘汰
,

新的中标进来了
,

打破了外国

两家公司在上海的垄断地位
。

其中一家外国公司不缴纳保证金
,

实质上是抵制我们的标书
,

除宣布废标外
,

还应 在报纸上揭露其报价高的问题
,

使他今后在招标 的问题上按程序进行
。

(上接第 6T 页 )

L 0 同上书卷 12 9《肖裕传》

L 同上卷 76(( 宗本传附肖玉传》

L 同上卷 82(( 肖恭传外

@ 同上卷 1 3 3《移刺窝斡传》

LL 同上卷 88 《唐括安礼传》

L 《金史
·

世宗纪 》系此事于大定三年八月

0 同上卷 88 《完颜守道传》 : “
契丹叛

,

辽东猛

安谋克在其境者
,

或附从之
,

朝议欲徙之内地
,

守

道极陈其不可
。 ’
当时因起义尚未平定

,

故未实行
。

但金朝早有此议
,

所以大定三年被徙的契丹户很可

能是移往金之内地会宁府
.

L 据《辽史》记载
,

遥晕氏为三耶律之一
,

遥

攀九帐族被列为辽内四部族之一
,

遥辈昭古牙从姓

氏上看应为契丹人
。

但《金史 》上却说遥辈九营所统

为奚军
,

其驻地在兴中府及建州
,

又属于奚区
,

故

其部众为奚人
.

公 《辽史
·

百官志》

@ 《契丹国志》卷 1 0(( 天柞皇帝上》

0 《金史》卷 8。《大奥传》

O 同上书卷 2 4(( 地理志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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